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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背景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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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区收敛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维度之一,
 

旅游经济发展对地区收敛的积极作用,
 

将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
 

该文基于共同富裕背景,
 

构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研究对

象,
 

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
 

分析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的现状格局及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①
 

旅游

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区域差异趋于收敛,
 

但两极分化现象凸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内差异是整体差异的主要

贡献者;
 

②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且集聚现象显著,
 

高值区呈现出以成都市为核心向外扩张的分布

态势,
 

低值区呈带状分布在重庆市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及渝东北部分地区.
 

③
 

旅游资源禀赋、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城镇化水平、
 

政府支持力度、
 

交通可进入性等因素均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有显著影响,
 

且交互作用类型均表现

为非线性增强,
 

反映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驱动因素具有复杂性特征.
关 键 词:旅游经济差异;

 

共同富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592.99    文献标志码:A
文 章 编 号:1673 9868(2023)12 0110 13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ourism
 

Economy
 

in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HUANG
 

Guoqing, ZHANG
 

Sumei, SHI
 

Pengfe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tourism
 

sector
 

is
 

crit-
ical

 

for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
 

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the
 

goal
 

of
 

common
 

pros-
perity.

 

Based
 

on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study
 

develope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tourism
 

economys
 

development
 

level.
 

Taking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as
 

the
 

research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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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urism
 

economic
 

differences,
 

using
 

methods
 

such
 

as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geographic
 

detector.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①
 

The
 

overall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in
 

the
 

re-
search

 

area
 

tended
 

to
 

converge,
 

but
 

the
 

phenomenon
 

of
 

polarization
 

was
 

still
 

prominent,
 

and
 

the
 

intra-re-
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were
 

the
 

main
 

contributors
 

to
 

the
 

overall
 

differences.
 

②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n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
els,

 

which
 

was
 

mainly
 

manifested
 

by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The
 

high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
ment

 

level
 

area
 

expanded
 

outward
 

with
 

Chengdu
 

as
 

the
 

core,
 

and
 

the
 

low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rea
 

was
 

distributed
 

in
 

a
 

band
 

in
 

Jiulongpo
 

District,
 

Dadukou
 

District,
 

and
 

other
 

northeastern
 

Chongqing
 

localities.
 

③
 

Tourism
 

resource
 

endowment,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urbanization
 

level,
 

government
 

support,
 

and
 

traffic
 

accessibility
 

all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differences
 

in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and
 

the
 

types
 

of
 

interactions
 

were
 

all
 

nonlinear-enhanced,
 

illustrat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in
 

the
 

Chengdu-
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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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和小康社会建设基础上,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成

为了当前的重要任务.
 

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
 

即缩小区域、
 

城乡、
 

收入差

距[1].
 

旅游产业能够促进要素在城乡、
 

区域间的自由流动,
 

有利于弥合差距,
 

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前提条

件.
 

但是,
 

囿于资源禀赋等差异,
 

旅游产业自身也存在着非均衡发展的特征.
 

旅游经济区域差异不仅是旅

游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直接表现,
 

更是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阻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因此,
 

在共同富裕战略背景下,
 

有必要重新评估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不仅要从共同富裕的内涵去衡量旅游经

济发展水平,
 

全局把握旅游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
 

还必须正确认识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
 

积极探索并构建

旅游经济发展向高水平收敛的政策机制,
 

这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平台,

 

承担了国家在区域协同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
 

推进

共同富裕等方面的探索重任[2].
 

2021年10月,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指出“以高质量供给引

领和创造市场新需求”
 

“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如何实现区域旅游协调发展亦是未来成渝地区工作的重

点.
 

已往关于旅游经济差异的研究在空间尺度上多关注全国[3]及省域[4]层面,
 

鲜有研究当前背景下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差异问题.
本文基于共同富裕与旅游经济差异关系的理论分析,

 

以共同富裕内涵为指导构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评

价指标,
 

运用综合评价模型、
 

空间自相关分析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
 

定量测度区域内旅游经济水平的时空

演化特征及区域差异现状格局,
 

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地理探测器探析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
 

解析成渝双城经

济圈旅游经济发展格局,
 

调整发展步态,
 

实现区域统筹发展及经济协调发展,
 

推进共同富裕实现进程.

1 文献综述

关于旅游经济差异的研究,
 

其逻辑起点在于如何衡量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依据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测

度视角不同,
 

现有研究可分为两条支线:
 

①
 

以单一指标衡量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为起点,
 

展开对旅游经济发

展地区差异[5]、
 

空间结构演变[6]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②
 

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分析旅游经济差异的

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等内容.
以单一指标为起点的研究已相对成熟,

 

且大多采用旅游总收入或者旅游外汇收入这一指标表征旅游经

济发展水平.
 

陆林等[3]以旅游外汇收入作为衡量我国省际旅游经济差异的指标,
 

并采用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测算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总体变化情况,
 

分析了我国大陆31个省(市、
 

区)旅游经济发展差

异的现实格局和影响因素.
 

王开泳等[7]也采用旅游外汇收入这一指标代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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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旅游经济时空分异的发展演化过程,
 

并运用分形理论中的R/S分析方法对黄河流域未来旅游经济

差距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胡文海等[8]则以旅游收入为基础数据,
 

通过计算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值

与首位度分析安徽省区域旅游差异的时空演化过程.
 

总体而言,
 

这一支线从单一指标入手,
 

运用多样化的

研究方法对旅游经济差异展开了多尺度探讨,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行的方法和理论.
 

但是,
 

单一指标的评

价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无法综合揭示某一地区旅游经济变化的全貌.
 

因此,
 

相关研究开始尝试构

建综合指标体系来测度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由此形成旅游经济差异研究的第二条支线,
 

以构建综合指标体

系为起点,
 

分析旅游经济差异演化格局与影响因素等内容.
第二条支线中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经历了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

 

再到“高质量发展”
的转变,

 

学者们根据旅游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
 

不断扩充旅游经济发展的内涵,
 

并据此对旅游经济差异格

局展开了更为全面、
 

更加综合的探究.
 

早期研究多采用旅游外汇收入、
 

国内旅游收入等指标,
 

引入ES-
DA[9]、

 

空间变差函数、
 

空间马尔科夫链[10]等方法,
 

对旅游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也有学

者加入了除收入以外的其他数据,
 

如Benkraiem等[11]选择国际游客人数、
 

旅游总收入、
 

旅游支出3项指标

测度旅游发展水平,
 

并据此探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但不管是旅游收入数据的

简单结合,
 

还是游客人数等指标的引入,
 

对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仍然局限于数量规模层面,
 

没有考

虑旅游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
 

在旅游业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情况下,
 

需要追求质量型、
 

效益型发展.
 

学者们

开始从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的视角展开旅游经济差异分析.
 

Do
 

Rasrio
 

Mira等[12]从经济、
 

发展、
 

人力资源、
 

市场营销和产品5个维度构建了旅游质量评价量表.
 

刘佳等[13]从旅游经济增长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2个

维度出发,
 

构建了由效率、
 

结构、
 

环境3个子系统构成的旅游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
 

对中国旅游经济增

长质量的空间差异和空间关联演化进行分析.
 

步入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主题,
 

学者们

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再次拓展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刘英基等[14]认为旅游经济增长质

量是经济效率、
 

产业结构和环境质量的有机统一.
 

孙晓等[15]则直接将“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旅游高质量发展

的评价标准,
 

从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5个维度衡量旅游经济发展质量[15].
由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展开的两条支线都取得了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

 

学者们综合运用数理统计方

法和空间统计方法,
 

从多尺度对旅游经济发展差异格局、
 

空间演化等内容展开了研究.
 

随着时代背景的变

化,
 

旅游发展要求与实际情况也相应转变,
 

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逐渐以综合评价为主流.
 

尽管现有

研究已经从数量规模的单一视角逐渐转向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旅游经济发展的评价探讨,
 

但还未有研究考虑

到共同富裕这一时代目标与战略规划背景下,
 

应如何去全面把握旅游经济的衡量标准.
 

鉴于此,
 

为紧跟旅

游经济发展时代背景,
 

对当前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做出全面综合的评价,
 

本研究将在充分探讨共同富裕理论

内涵,
 

以及共同富裕与旅游经济发展理论关系的基础上,
 

构建共同富裕视角下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

标,
 

并分析该背景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差异现状及影响因素,
 

以期为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及推进

共同富裕进程提供参考.

2 基于经济增长收敛理论的旅游经济差异与共同富裕关系

经济增长收敛理论最早可追溯到索洛模型,
 

索洛模型的关键假设在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
 

这一假设的

存在使得经济体能够收敛于一个稳定的状态[16].
 

其后,
 

相关研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
 

认为由于物

质资本、
 

人力资本及生产效率等因素的差异,
 

各经济体将收敛到各自的稳定状态[17].
 

只有控制了影响收敛

的其他因素后,
 

才能观测到经济增长的收敛现象,
 

这一现象被定义为“条件收敛”.
共同富裕是“共同”和“富裕”的有机统一[18].

 

其中,
 

“共同”指的是经济发展成果能够惠及全体人民,
 

使

收入差距、
 

城乡差距和行业差距不断缩小,
 

地区发展差距显著改善.
 

“富裕”是物质、
 

精神等的多维富裕,
 

亦

是可持续、
 

可维护的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
 

不能以牺牲未来发展潜能为代价来实现短暂的富裕.
 

发展性、
 

共享性、
 

可持续性是共同富裕的3大特征[19].
缩小地区差距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维度之一,

 

也是“共同富裕”的出发点———“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
 

从条件收敛理论视角出发,
 

地区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共同富裕问题就是地

区经济收敛问题,
 

即贫困地区如何收敛到发达地区水平的问题[20].
 

旅游经济差异也即旅游经济收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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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旅游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如何实现对高发展水平地区的追赶.
 

已有研究基于增长极理论和旅游乘数理论

等,
 

论证了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关系,
 

也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

动态的正相关均衡关系,
 

即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
 

经济增长又反过来促进旅游业发展[21].
 

因此,
 

当旅游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实现向高发展水平收敛时,
 

地区经济也会相应增长,
 

从而缩短了贫困地区

向发达地区水平收敛的过程.
 

旅游经济收敛通过带动地区经济收敛,
 

缩小地区差距,
 

对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具有直接拉动效应.
根据条件收敛理论,

 

要素流动限制是影响地区经济收敛的主要因素之一[22].
 

地区之间较高的要素流动

性将促进地区经济快速收敛,
 

较低的要素流动性将制约地区经济收敛进程.
 

旅游业是综合性和关联性很强

的产业,
 

旅游者的流动会带动资金、
 

人才、
 

技术、
 

信息等要素在区域间、
 

城乡间流动[23].
 

旅游经济收敛过程

亦是旅游产业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
 

各地区旅游发展水平得以提升,
 

将强化旅游的要素流动性,
 

有效促进

要素在区域间转移,
 

优化要素空间配置结构,
 

从而提高地区经济收敛效率,
 

加快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旅游经济差异的存在将通过制约地区经济发展和旅游产业发展直接或间接地阻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

现,
 

对共同富裕实现进程具有滞后效应.
 

而旅游经济差异的收敛过程,
 

将从拉动经济增长和刺激要素流动

2个方面促进地区经济收敛,
 

缩小区域差距,
 

从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3 研究区域、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域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长江上游,
 

区域内旅游资源丰富,
 

旅游经济效益增长迅速.
 

2021年10月,
 

中

共中央、
 

国务院正式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划定了该经济圈范围,
 

包括四川省15个

市、
 

重庆市的27个区(县)以及开州、
 

云阳的部分地区.
 

考虑到部分数据难以获取和剥离,
 

故将开州区全

域、
 

云阳县全域、
 

雅安市的天全县和宝兴县、
 

绵阳市的北川县和平武县、
 

达州市辖的万源市都纳入研究范

围.
 

此外,
 

由于重庆直辖市特殊的行政架构,
 

将重庆市29个区(县)及四川省15个市分别作为单独的研究

单元.
 

因此,
 

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44个单元,
 

视为44个城市.
3.2 指标体系的构建

共同富裕作为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体现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
 

“富裕”属于生产

力范畴,
 

“共同”属于生产关系范畴.
 

结合已往的研究,
 

本文对共同富裕的衡量主要从“发展”
 

“共享”
 

“可持

续”3个方面展开.
 

反观前文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的文献回顾,
 

已往的研究仅对旅游经济发展数量和质

量进行了评价,
 

这一点仅仅对应于共同富裕内涵的发展维度.
 

但是,
 

旅游发展成果也应当多维共享、
 

全民

共享,
 

其发展效益不应当仅从直接经济效益来评定,
 

还应考虑旅游发展对经济、
 

社会、
 

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因此,
 

对旅游发展效益共享性的衡量也应纳入考量,
 

这一点对应于共同富裕内涵的共享维度.
 

最后,
 

旅游

发展非一时之力,
 

而在长久之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旅游应当是在环境友好、
 

生态保护基础上谋求

长足发展.
 

另外,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每个旅游地都会经历衰落期,
 

需不断创新,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才能避免过早进入旅游地衰落期,
 

实现旅游地振兴,
 

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发展成果评估还应加

入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估,
 

这一点对应于共同富裕内涵中的可持续维度.
 

因此,
 

本文从发展基本面、
 

可持续发展和共享发展3个维度出发,
 

构建共同富裕背景下全面衡量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发展基本面是对旅游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全面度量,

 

反映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基本状况.
 

因此,
 

选取

要素结构、
 

产业结构及发展效率作为二级指标.
 

要素结构是产业发展中自然资源、
 

资本、
 

劳动力等要素的

比例关系,
 

反映了旅游经济发展的行动资源.
 

“结构红利”是旅游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
 

产业结构反映

了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阶段.
 

发展效率则反映了旅游经济稳定增长及产业发展过程中资源要素

的合理配置.
 

旅游资源丰度是在对各地区各类A级景区数量统计的基础上,
 

参考相关研究的计算公式[24]

加权得到.
 

由于旅游业资本投入和从业人员等数据难以获得,
 

采用旅游产业比例与社会资本劳动投入比

乘积表征旅游资本劳动投入比.
 

同样,
 

采用旅游产业比例与社会资本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乘积表征旅游

资本生产率与旅游劳动生产率.
 

产业结构借鉴干春晖等[25]的研究,
 

使用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产值

比例表征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旅游经济增长率为旅游总收入增长占前期的比例,
 

旅游经济增长率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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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参考文献[26],
 

通过3年滚动窗口测度旅游总收入增长率变异系数的倒数获得.
可持续发展既包括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的评价,

 

也包括旅游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衡量,
 

反映

旅游经济发展的后继之力.
 

首先,
 

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具有辩证关系,
 

衡量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必须对环境保护能力予以考察.
 

其次,
 

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创新能力作为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泉[27-28],
 

也应当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考察范围.
 

因此,
 

选取人力资本、
 

研发创新及生态环境3个维度来测量

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旅游从业人员数采用旅游产业比例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乘积代替.
 

对于研发创新

子维度,
 

由于部分地区统计年鉴并未涉及R(Research)&D(Development)经费等指标,
 

所以改用全要素生

产率替代.
 

全要素生产率广义上为剥离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后技术因素所引起发展变动的程度,
 

因此本

文采用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纯技术效率来综合表征研发创新维度,
 

投入指标为A级景区数和旅游从业人

员数,
 

产出指标为旅游业总收入和旅游业总接待人次.
共享发展反映旅游产业发展成果的多维共享与协调发展,

 

本文选取区域共享、
 

城乡共享及产业共享作

为二级指标.
 

区域共享和城乡共享分别对应旅游经济发展在地区发展、
 

城乡发展之间的成果共享.
 

产业共

享用于衡量旅游经济与经济、
 

社会、
 

文化的协调发展关系,
 

反映旅游经济发展成果向其他领域的延伸扩展.
 

地区共享参考王兆峰等[29]的研究成果,
 

使用市(区/县)人均旅游业收入与全国人均旅游业收入比例来衡

量.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
 

经济、
 

社会、
 

文化系统的协调指数借鉴相关研究进行计算[30],
 

采用耦合方法,
 

其中

旅游经济系统选取旅游总收入、
 

旅游业总接待人次、
 

旅游业总收入占GDP比例3项指标;
 

城镇化系统由城

镇化率、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构成;
 

经济系统由人均GDP、
 

人均地方财政

收入、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标构成;
 

社会系统由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
 

每

万人卫生床位数、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组成;
 

文化系统则选取公共图书馆个数、
 

公共图书馆藏书册数指标构成[26,31-32].
表1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A系统层 B一级指标 C二级指标 D三级指标 属性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B1发展基本面 C1要素结构 旅游资源丰度 正

旅游资本劳动投入比 正

C2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正

旅游总收入区位熵 正

C3发展效率 旅游劳动生产率 正

旅游资本生产率 正

旅游经济增长率 正

旅游经济增长稳定性 正

B2可持续发展 C4人力资本 旅游从业人员数 正

高等院校学生数 正

C5研发创新 旅游全要素生产率 正

纯技术效率 正

C6生态环境 人均绿地面积 正

森林覆盖率 正

B3共享发展 C7地区共享 地区旅游总收入占全国旅游总收入比例 正

C8城乡共享 旅游经济系统与城镇化系统协调指数 正

C9产业共享 旅游经济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指数 正

旅游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协调指数 正

旅游经济系统与文化系统协调指数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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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
 

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选择为2010-2020年,
 

所涉及数据主要来源于2011-
2021年《四川省统计年鉴》

 

《重庆市统计年鉴》及各市(区/县)统计年鉴,
 

2010-2020年各市(区/县)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政府工作报告等统计资料,
 

A级景区名录来源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官

网、
 

重庆市文化与旅游发展委员会官网,
 

相关经济数据均进行了消胀处理,
 

个别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

补充完整.
3.4 研究方法

3.4.1 综合评价模型

客观赋权法根据各指标的联系程度或提供的信息量来决定指标权重,
 

能有效规避主观赋权法引致的误

差.
 

本文采用基于熵值法的综合评价模型测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具体步骤

为:
 

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消除指标的量纲差异,
 

然后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最后采用多目标线性

加权法测度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具体公式参见文献[13].
3.4.2 变异系数、

 

泰尔指数及分解

变异系数与泰尔指数可用于衡量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程度,
 

值越大,
 

相对差异越大.
 

本文采

用上述方法剖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
 

具体公式参见文献[33].
为进一步剖析成渝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演化的内在动因,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分解法,
 

将

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
 

公式为[33]:
T=Tw +Tv (1)

Tw =∑
m

i=1

ti

T∑j∈gi
tij

ti
ln

tij/ti

1/ni  (2)

Tv =∑
m

i=1

ti

Tln
ti/T
ni/n  (3)

式(1)-式(3)中:
 

Tw 为区域内差异,
 

Tv 为区域间差异;
 

tij 为i区域内j研究单元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m 和

n分别为区域数和区域内的研究单元数;
 

T 为整体研究区域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ti 为区域i内旅游经济发展

水平;
 

n为研究单元数,
 

将n个研究单元分为m 个区域,
 

每个区域记为gi(i=1,2,…,m),
 

第i个区域gi 中

包含地区数为ni.
3.4.3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是对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进行估计的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
 

用连续密度曲线描述随机变

量的分布形态.
 

本文利用核密度分布形态、
 

位置等方面的变化分析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特征.
 

公式为[4]:

f(x)=
1
nh∑

N

i=1
K

x-xi

h  (4)

式(4)中:
 

x1,
 

x2,
 

…,
 

xi 为独立分布的N 个样本点;
 

n 为研究单元数;
 

K(x)为核密度函数;
 

h 表示带宽,
 

带宽越小说明曲线越不光滑,
 

估计精度越高.
3.4.4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是检验某一要素的属性值是否显著地与其相邻空间点上的属性值相关联的重要指标,
 

分为

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
1)

 

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对地理要素属性值在整个区域的空间特征描述,
 

通常采用全局 Morans
 

I 指数等统计

量的估计来分析区域内总体空间关联和空间差异的平均程度.
 

本文采用全局 Morans
 

I 指数来衡量区域内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空间关联程度,
 

计算公式为:

I=
n∑

n

i=1
∑
n

j=1
wij(xi-x)(xj -x)

(∑
n

i=1
∑
n

j=1
wij)∑

n

i=1

(xi-x)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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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中:
 

xi 和xj 表示研究单元i和j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x 为平均值;
 

n 为研究单元数量;
 

wij 为空间

权重矩阵,
 

本文选择基于欧氏距离的邻接矩阵.
2)

 

局部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不能确切表示集聚或异常发生的具体空间位置问题,
 

而局部空间自相关是研究区域内

各空间单元在位置上与各自邻近单元属性的相关性,
 

可有效反映不同空间单元及邻近区域空间差异程度的

显著水平.
 

本文采用局部 Morans
 

I 指数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某些局域位置上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分

析,
 

计算公式为:

Ii=
n(xi-x)∑

n

j=1
Wij(xj -x)

∑
i

(xi-x)2
(6)

式(6)中:
 

xi 和xj 表示研究单元i和j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x 为平均值;
 

n 为研究单元数量;
 

wij 为空间

权重矩阵,
 

本文选择基于欧氏距离的邻接矩阵.
3.4.5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探测空间分异性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统计方法.
 

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影响

因子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驱动力大小,
 

以及两个影响因子交互作用时的驱动力.
 

因子驱动力大

小通过q统计量度量,
 

计算公式为[34]:

q=1-
1

nσ2∑
L

i=1
niσ2i (7)

式(7)中:
 

q为探测因子对因变量空间分异的解释程度,
 

取值为[0,
 

1],
 

值越大说明该因素对区域旅游经济

空间分异的影响越大.
 

n 为研究单元数量;
 

σ2 为研究区域的总离散方差;
 

L 为次级区域样本数;
 

ni,σ2i 分别

为区域的样本数和离散方差.

4 结果分析

4.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分解

以2010-2020年为研究时段,
 

运用综合评价模型得出成渝双城经济圈内各研究单元不同年份的旅游

经济发展水平.
 

总体而言,
 

地区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呈逐年增长趋势.
 

为了明确研究区域内旅游经济差异

现状及格局,
 

综合运用变异系数、
 

泰尔指数等方法对区域差异的整体情况和内部分解进行分析.

图1 2010-2020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

4.1.1 区域总体差异

为合理刻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

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时序变化,
 

采用

标准差、
 

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来分析旅游

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程度和相对差异

程度(图1).
2010-2020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不断扩大.
 

从相对差异来看,
 

2010-2015年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

异逐渐缩小,
 

2015-2017年相对差异扩大,
 

2017年以后相对差异再次收敛.
 

总体而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旅游产业发展对环境干扰较为敏感,
 

区域差异趋于收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各

城市旅游产业在受到灾害重创时,
 

应当谋求转型发展,
 

增强对外部冲击的防御能力.
4.1.2 总体差异分解

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分析仅能解读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总体变化特征,
 

无法揭示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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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的内在动因.
 

为洞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成都及重庆双核与周边城市的发展差异特征,
 

本文将研究

区域划分为“四川省城市群”和“重庆市城市群”两大区域,
 

前者包括以成都市为中心的四川省15市,
 

后者则

为重庆市29个区县,
 

继而借助泰尔指数分解法辨析区域内差异与区域间差异的演变趋势及对总体差异的

贡献率,
 

结果见表2.
表2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解

年份

区域内

四川省城市群

Tw 贡献率

重庆市城市群

Tw 贡献率

区域间

Tv 贡献率

2010 0.018 0.146 0.068 0.559 0.036 0.295

2011 0.020 0.176 0.054 0.478 0.039 0.346

2012 0.020 0.199 0.041 0.417 0.038 0.384

2013 0.018 0.192 0.035 0.370 0.042 0.439

2014 0.017 0.172 0.036 0.366 0.045 0.461

2015 0.014 0.181 0.031 0.387 0.035 0.432

2016 0.017 0.201 0.036 0.426 0.031 0.372

2017 0.021 0.207 0.033 0.323 0.048 0.470

2018 0.019 0.206 0.032 0.344 0.042 0.450

2019 0.017 0.196 0.032 0.372 0.037 0.433

2020 0.018 0.225 0.035 0.427 0.028 0.348

  从区域内差异来看,
 

四川省城市群的Tw 在0.02左右浮动,
 

重庆市城市群的Tw 从2010年的0.068
下降至2020年的0.035,

 

说明四川省15市的区域内差异在研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状态,
 

而重庆市城市群

的区域内差异在研究期内大幅度下降.
从区域间差异来看,

 

在2010-2020年期间Tv 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
 

在2015-2016年有短暂的下降

阶段,
 

但在2017年区域间差异达到峰值0.048.
 

2020年外部环境对两地旅游业均有较大冲击,
 

尤其是入境

旅游业务,
 

所以区域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再次缩小.
 

从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来看,
 

研究期内

“重庆市城市群”和“四川省城市群”内部差异的贡献度最高达70.5%,
 

而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最高为47.0%,
 

说明成渝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重庆市城市群”和“四川省城市群”内
部,

 

而内部优化要素布局将成为推动旅游业均衡发展的有效措施.
4.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过程

为进一步分析2010-2020年成渝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分布,
 

本文以2010年、
 

2013
年、

 

2016年及2019年为观测的时间节点,
 

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对成渝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演进

趋势进行分析(图2).

图2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核密度图

整体来看,
 

核密度分布曲线向右移动,
 

说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2010-2019年间

增长趋势明显,
 

依托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背

景及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成渝地区旅游业

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和巨大潜力.
 

由2020
年四川省和重庆市统计年鉴可知,

 

2019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总收入约1.57万

亿,
 

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23.6%左右.
分布曲线呈现“双峰”特征,

 

说明成渝地

区存在明显的旅游核心城市及部分旅游产

业发展落后的城市,
 

区域内旅游经济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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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从波峰的峰值来看,
 

第一波峰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0.1左右聚集,
 

第二波峰在0.2
左右聚集,

 

并且经历了从第一波峰峰值高于第二波峰到第一波峰峰值低于第二波峰的转变过程,
 

说明研究

期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高水平城市逐渐多于低水平城市,
 

显示成渝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取得

巨大成效.
 

此外,
 

随着时间推移,
 

曲线右拖尾现象明显,
 

延展性具有拓宽特征,
 

说明受限于区位条件及资源

禀赋等约束条件,
 

不同区域间旅游经济的收敛水平差距随时间推移逐渐凸显,
 

诸如成都、
 

乐山等高发展水

平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平均水平之间持续拉开差距.
4.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

本文探究成渝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发展的时序演变及差异变化,
 

为揭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格

局特征,
 

采用各研究单元旅游经济水平为基准数据,
 

对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特征进行分析.

图3 2010-2020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莫兰指数的历时性变化

4.3.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由图3可知,
 

2010-2020年成渝地区

双城 经 济 圈 旅 游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的 全 局

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
 

并且均在p<1%
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

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
 

此外,
 

2010-
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Morans

 

I 指

数总体呈波动上升又下降的演变趋势,
 

表明

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圈内各城市旅游经济发

展水平在空间上的集聚趋势先逐渐增强,
 

后

又逐渐减弱.
4.3.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反映了旅游经济发展

水平的整体空间关联特征,
 

但不能反映集聚或异常发生的具体空间位置.
 

因此,
 

本文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

分析来探究局部城市的区域空间集聚特征.
 

由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可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关联

类型区以显著HH区和显著LL区为主,
 

表征区域内高值集聚和低值集聚现象凸显.
表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局部空间自相关分布

2010年 2013年 2016年 2019年

LL区 长寿、
 

垫江、
 

梁平、
 

忠县 大渡口、
 

长寿、
 

垫江、
 

梁

平、
 

忠县

大渡口、
 

梁平、
 

垫江、
 

忠

县

大渡口、
 

九龙坡、
 

渝北、
 

江北、
 

长寿、
 

梁平、
 

垫江、
 

忠县

HH区 - 成都、
 

眉山 成都、
 

眉山 成都、
 

眉山、
 

德阳

LH区 - - - -

HL区 渝中、
 

北碚、
 

沙坪坝 渝中 江北 沙坪坝、
 

广安

  研究期内HH区以成都市为核心逐渐向外扩张形成小组团,
 

截至2019年,
 

显著 HH区一共包括成都

市、
 

眉山市、
 

德阳市3个城市(表3).
 

成都市拥有优越的旅游资源禀赋和市场吸引力,
 

是成渝城市群内的旅

游核心城市,
 

对周边城市存在明显的旅游经济溢出效应,
 

从而最终形成高值集聚区.
 

显著LL区在2010年

主要分布于渝东北部,
 

随后逐渐扩展至重庆主城部分地区,
 

至2019年重庆主城大渡口、
 

渝北、
 

九龙坡及江

北4区也呈现出低值集聚.
 

整体发展态势由长寿、
 

垫江、
 

梁平和忠县构成块状分布向主城渝东北部分地区

联通形成带状分布转变.
 

梁平、
 

忠县等地资源禀赋相对薄弱,
 

导致旅游发展潜能不足,
 

在区域旅游发展格

局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且随着绝对差异扩大与固化,
 

这部分地区更加难以实现发展水平的跨越提升.
 

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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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在研究期内并不显著.
 

显著HL区主要出现在重庆主城内部,
 

但并未呈现出固定的扩展规律.
 

2010年渝

中、
 

北碚及沙坪坝为显著HL区,
 

2016年显著HL区出现在江北,
 

截至2019年呈现出以重庆主城区和广安

市为增长极的高值区被周围低值区包围的空间特征.
 

重庆主城区旅游经济发展在重庆市及周边城市中居于

领先地位,
 

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但与周边区县发展水平差距过大,
 

导致极化现象出现.
4.4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地理探测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结合已有的旅游经济发展和影响因素研究成果[9,
 

30],
 

基于旅游经济发展的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综合选取影响因素指标.
 

结合数据可获得性,
 

最终确定旅游资源

禀赋(X1),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X2),
 

城镇化水平(X3),
 

政府支持力度(X4)及交通可进入性(X5)这5个因

素指标.
 

旅游资源禀赋是地区旅游发展的核心因素,
 

采用A级景区数加权计算得到的旅游丰度指数来表

征;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地区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
 

采用地区GDP来表征;
 

城镇化通过人口迁移和产业集

聚,
 

促进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的积累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从而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采用城镇化率来表

征;
 

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支持与资金扶持是旅游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又一基础条件,
 

采用地方财政支出与地

区GDP比值来衡量;
 

交通可进入性直接决定了旅游者的流动效率,
 

采用公路里程数这一指标来表征.
为反映数据的空间差异特征,

 

本文采用空间分异性视角的统计分析方法,
 

通过地理探测器对成渝双城

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差异的驱动因子及各因子间的相互作用程度进行分析.
 

囿于篇幅原

因,
 

本文选取2010,2013,2016,2019共4个年份进行分析(表4).
表4 旅游经济区域差异影响因素探测结果

探测因子 2010年 2013年 2016年 2019年

旅游资源禀赋 0.962
 

7 0.962
 

0 0.970
 

1 0.964
 

1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0.944
 

8 0.952
 

3 0.956
 

6 0.959
 

1

城镇化水平 0.908
 

3 0.889
 

7 0.919
 

8 0.912
 

3

政府支持力度 0.911
 

0 0.913
 

6 0.913
 

7 0.902
 

2

交通可进入性 0.949
 

7 0.931
 

6 0.944
 

1 0.947
 

5

  风险探测可以识别不同驱动因素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的差异性,
 

2010
 

年、
 

2013年、
 

2016年及

2019年4个年份均通过了p<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本文选取的指标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具

有相对一致性,
 

可以较好地解释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性.
因子探测可以识别不同驱动因素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的作用强度.

 

2010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各

因子作用强度排序为X1>X5>X2>X4>X3,
 

2013年为X1>X2>X5>X4>X3,
 

2016年为X1>X2>
X5>X3>X4,

 

2019年为X1>X5>X2>X4>X3.
 

总体来看,
 

旅游资源禀赋的解释力在不同年份间始终

处于领先水平,
 

其次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说明旅游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主导因素.
1)

 

从旅游资源禀赋来看,
 

地区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和丰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旅游经济的发展速度、
 

规

模和产业质量.
 

区域旅游资源分布不均对地区旅游产业的竞争力和旅游经济差异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
 

成

渝地区是巴蜀文化的发源地,
 

背靠秦巴山脉,
 

具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
 

区域内拥有大足石刻、
 

大熊猫

栖息地等3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具有较强的旅游竞争力.
 

但是,
 

地区内优势

旅游资源主要集聚在成都市、
 

乐山市等地,
 

而垫江县、
 

忠县等地旅游资源匮乏,
 

因此旅游资源分布不均从

根源上导致了区域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两极分化现象.
2)

 

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
 

旅游需求越多;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
 

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越完善,
 

旅游产品供给越丰富.
 

因此,
 

地区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将为旅游经济发展注入动能,
 

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和发展效率等.
 

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集聚经

济优势对促进基础设施完善、
 

吸纳资金、
 

引进人才等均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因此,
 

较高的地区社会经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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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为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研发创新环境和人力资本保障,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从多方面影

响旅游业的发展.
 

成渝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双核独大、
 

中部塌陷”的空间格局,
 

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也

因此存在双核结构现象,
 

垫江县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偏远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缺乏动力,
 

经济效益表

现较差.

3)
 

从交通可进入性来看,
 

其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度仅次于前述两个主导因素,
 

说明

交通基础设施也是影响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交通可进入性直接影响游客的便利程度,
 

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要素流动效率,
 

与直接经济表现息息相关.
 

随着成渝城市群的不断发展,
 

各地区基础

设施逐步完善,
 

未来交通可进入性之间的差异将逐渐缩小.

4)
 

从城镇化水平来看,
 

以往研究成果表明城镇化水平与旅游经济发展具有区域一致性[35].
 

城镇化通

过物质资本积累、
 

人力资本积累及社会结构转型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但是,
 

由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镇

化发展质量相对东部沿海城市仍较低,
 

城镇化红利尚未完全释放,
 

城镇化水平相较于其他因素对旅游经济

发展的解释力也较弱.
5)

 

从政府支持力度来看,
 

政府通过宏观指导、
 

政策引领和资金扶持等方式对旅游产业发展予以支持和

鼓励,
 

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推进作用.
 

不同城市间政策推进的差

异也是旅游发展差异的外源因素.
 

2021年10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

纲要》中明确提出“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成渝地区各城市积极推进旅游产业发展,
 

未来政府支持力度

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解释力度将持续减弱.
通过因子交互探测发现,

 

探测因子之间交互作用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大于单因子作用强度,
 

交

互作用类型均为非线性增强,
 

不存在独立作用因子,
 

反映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是各驱动因子相互作用的综

合表现,
 

成渝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驱动因素之间具有复杂性特征.
 

因此,
 

改善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应当综合考量,
 

多方入手,
 

对区域旅游发展进行全面剖析,
 

进而针对性改

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收敛理论为基础,
 

分析旅游经济区域差异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
 

并依据共同富裕内涵,
 

构建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以2010-2020年为研究时段,
 

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发展

水平进行测度,
 

分析其区域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
 

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究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因

素,
 

得出如下结论:

1)
 

从区域差异来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差异格局逐渐固化,
 

尽管相对差异逐年缩小,
 

但

是绝对差异却呈扩大趋势,
 

说明成渝地区内低发展水平地区在增速上实现了对高水平地区的追赶,
 

但若不

加以外部干涉,
 

低发展水平地区将收敛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
 

区域旅游发展陷入僵化,
 

从而阻碍地区共同

富裕实现的进程.

2)
 

从空间格局来看,
 

研究区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性,
 

且以 HH区、
 

LL区分布为

主,
 

存在明显的核心发展区和滞后发展地带.
 

显著 HH区以成都市为核心,
 

向外延伸;
 

显著LL区数量逐

渐增加,
 

在重庆市主城区边缘与渝东北地区形成带状分布.
 

通过旅游经济发展格局与成渝地区“双核”经济

格局的契合,
 

解决区域内旅游发展极化问题既能促进旅游经济收敛,
 

也有利于地区经济收敛,
 

实现了双核

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局面.
3)

 

从影响因素来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区域差异受限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随着时间

推移,
 

旅游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导作用逐渐凸显.
 

区域旅游经济收敛应当重视以上两个因素

的作用,
 

针对禀赋表现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城市,
 

分类分型制定优化对策,
 

促进地区经济收敛,
 

助

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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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结论,
 

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双核”引领,
 

重塑区域旅游发展空间格局.
 

当前,
 

区域内旅游经济发展格局与“双核”经济格局契

合.
 

解决区域旅游发展极化问题,
 

“双核”既是问题的关键点,
 

也是切入点.
 

一方面,
 

重庆主城和成都作为两

核,
 

应以“稳健发展、
 

辐射带动”为目标,
 

保证旅游发展增速稳定,
 

持续推进产业全面发展.
 

具体而言,
 

应首

先加快推进高品质旅游景区建设,
 

实现自身旅游经济效益增长.
 

其次,
 

以都江堰 青城山等国际旅游品牌为

核心,
 

串联精品旅游线路,
 

带动沿线各地发展.
 

另一方面,
 

各地政府需打破地理边界桎梏,
 

取消行政边界限

制,
 

在地区内实施发展进程共建、
 

发展成果共享的方针,
 

充分发挥“双核”带动效应、
 

涓滴效应,
 

辐射推进周

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
 

依托“巴蜀文化与旅游走廊”建设,
 

积极打造城市协同发展平台,
 

通过信息互通和资

源共享,
 

让地区内所有城市都能融入发展进程,
 

分享发展成果.
2)

 

创新驱动,
 

扬长避短提升发展动能.
 

旅游资源禀赋作为影响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
 

决定了

地区旅游发展潜力.
 

针对资源禀赋薄弱的地区,
 

应以创新为突破点,
 

深刻挖掘旅游发展潜力,
 

实现低发展

水平地区向高水平地区的赶超.
 

首先,
 

应扬长避短,
 

立足于当地市场需求,
 

通过政府主导和企业协同,
 

创新

开发各类特色旅游产品.
 

例如,
 

围绕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养生、
 

避暑、
 

避霾等需求,
 

打造独具特色的生态康

养旅游产品.
 

其次,
 

加强体制机制创新,
 

在建立健全与旅游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制、
 

政策、
 

法律环境的基础

上,
 

营造鼓励创新、
 

奖励创新的投资、
 

创业和发展环境.
 

最后,
 

构建人才创新生态系统,
 

强化旅游专业人才

的引进和培育,
 

建设人才中心.
 

另外,
 

还需完善地区专业技能培训体系,
 

鼓励就地择业,
 

加强社区居民和旅

游基础接待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
3)

 

提质增速,
 

以高质量发展理念指导区域旅游全面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也

是区域旅游经济收敛的现实需求,
 

在旅游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低发展水平城市向高发展水平城市的跨

越.
 

首先,
 

结合区域实际情况推动要素结构升级,
 

提升旅游经济效率,
 

并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行动

资源.
 

其次,
 

优化制度环境,
 

建设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
 

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多维度综合治理,
 

提升旅游业的

社会福祉效应.
 

最后,
 

统筹规划地区数字化建设,
 

尤其是乡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
 

以数字经济活力赋

能旅游高质量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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